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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在 精 神 上
越富足，物质
的 需 求 反 而
越少，精神力
量 是 一 个 人
最大的力量，
足 以 支 撑 他
面 对 整 个 世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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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背 后 原 因
不 仅 仅 是 丑
陋 的 酒 桌 文
化，还有更为
恶劣的“圈子
文化”。

依法监管，依
法 处 罚 违 规
抽 烟 者 和 未
尽 管 理 责 任
的 公 共 场 所
管理方，方能
令行禁止。

据钱江晚报·小时新闻客户端报道，8 月

25 日晚上，资深车评人袁先生在个人微博上

连发 4 条消息，吐槽了发生在网红杭帮菜馆

“袁胖私房菜”的不愉快就餐经历，引起关注

和讨论。

不愉快的起因，与隔壁桌几位食客在饭

桌上抽烟有关。落座后没几分钟，袁先生就

发现隔壁桌的 6 名食客中有 4 名在抽烟。于

是，袁先生便起身过去劝止。谁知对方不但

不听劝告，反而和袁先生发生轻微推搡。拉

扯中，袁先生的手指被划破。

目前，“袁胖私房菜”店主袁老板已通过

微博私信向车评人袁先生道歉，而袁先生也

已接受道歉。市场监管部门到店调查，并敦

促店内做好控烟措施和就餐环境的卫生。

谁对谁错一目了然。室内不允许抽烟，

是杭州禁烟条例明确规定的。这 4 名食客违

反规定，不听劝告，实在不应该；而饭店对此

佯装不知，没有尽到应尽责任。

早在 2010 年杭州就颁布了禁烟令，2019

年 1 月 1 日，号称史上最严的杭州新版禁烟令

实施。新版控烟条例明确规定：室内工作场

所、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

烟。

明明有史上最严的禁烟令，但现实生

活中却形同虚设：比如，规定饭店等场所的

经营者或管理者有禁止或劝阻吸烟者的责

任和义务，但有些饭店的桌子上却偏偏摆

放着烟灰缸，这也是许多地方在禁烟中的

尴尬。

之所以如此，其中关键一点是违法成本

太低，而执法成本太高。此事中，抽烟者如此

嚣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觉得一直以来监管

和处罚似有似无。果然此事中，除了涉事餐

厅受到处罚，抽烟者至今未被处理，即使有监

控为证，且并非找不到人。

依法监管，依法处罚违规抽烟者和未尽

管理责任的公共场所管理方，方能令行禁

止。要做到这些，就应鼓励民众举报公共场

所吸烟行为，建立一支快速响应的联合稽查

队伍，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及时处理，上下联

动形成氛围。

该罚就罚，禁烟条例不是摆设

农历七月初九，袁隆平 90 周岁生日。前

一天他理了个帅帅的发型，又一次上了热搜。

据潇湘晨报、@梨视频、人民日报等多家

媒体报道，生日前一天，袁隆平特地穿上新衣

服，去了自己的“私人理发店”，理了个帅气的

发型，还开心地说：“又年轻了5岁。”

袁隆平光顾这家路边理发店，已经 17 年

了。就连去年上北京领共和国勋章前，也是

来这里理发。虽然只理 20 元的普通男发，为

了照顾生意，每次都要强塞 100 元给理发师曹

小萍。恰逢90 岁生日，理发完，袁隆平和理发

师17年来第一次正式合了影。

袁隆平的这段日常，又一次打动了无数

网友：这是什么可可爱爱的男神啊。袁老，生

日快乐！

相比于三天两头上热搜的流量明星来

说，袁隆平确实热得不够。袁隆平何许人

也？中国研究与发展杂交水稻的开创者，被

誉为“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这样享有盛名的科学家，应该过什么样

的生活？住什么样的房子？去什么样的理发

店刮胡子？

当这位大科学家走进一家名不见经传的

路边小店，实在让人感到意外，这与他的社会

地位、名声太不相称，不符合人们的想象。

其实，这就是“袁隆平式的日常”。而这

种日常，不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现象，具有稀缺

的社会属性。在生活起居上，袁隆平一向朴

素。他平时经常与农田边生活的人们打交

道，早已习惯了勤俭质朴的生活方式。若论

袁隆平对社会的贡献，早些年曾有某财富榜

估算其身价超过 1000 亿元，然而，这从来就不

是袁隆平的初心。

袁隆平在很多场合都讲过自己的梦想：

“梦见水稻长得像高粱一样高，稻穗长得像扫

把一样长，米粒长得像花生米一样大，和朋友

们走累了就到水稻底下乘凉⋯⋯”袁隆平在

努力实现自己生命价值最大化的同时，造福

社会和整个人类，而他的日常从在简陋的理

发店理发可看出，“一箪食，一瓢饮”足矣。

当下，在拥挤喧哗的城市，人们触碰的都

是时代流行之物，什么网红、刷屏、理财、炒

汇，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眼前尽是华丽丽的事

物，应有尽有。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忘初心的

追梦人更显卓而不群，不加修饰的本真、自然

之物更显珍贵。质朴、低调的品格以及他们

的践行者，成为这个时代的稀有之物。

稀有衬托了独特，独特引来了更多关

注。所以，许多人通过一双布鞋，认识了李小

文院士。同样，许多人通过路边理发店，了解

了袁隆平的人生态度。了解了他们这样的科

学家，就会明白：人在精神上越富足，物质的

需求反而越少，精神力量是一个人最大的力

量，足以支撑他面对整个世界。

像袁隆平这样的“稀缺品”，就该多上热搜

据澎湃新闻报道，针对“厦门国际银行新

员工不喝敬酒被打耳光”事件，中国银行业协

会自律部 27 日发布《加强行业自律 涵养清廉

文化》指出，近期，中银协修订了《银行业从业

人员职业操守和行为准则》，以加强行业自

律，拟建立银行业从业人员禁入黑名单。今

后，对从业人员因行为恶劣、对行业造成重大

损失和负面影响的将考虑纳入行业禁入黑名

单。

此前，刚入职的厦门国际银行某营业部

客户经理杨某某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喝酒，婉

拒了酒席上“A 角”的敬酒。结果旁边某领导

不高兴了，不仅辱骂杨某，还动手狂扇耳光。

有些人将此事定性为酒文化所致，但更

多的人觉得，这背后原因不仅仅是丑陋的酒

桌文化，还有更为恶劣的“圈子文化”。不一

起喝酒就表示不肯加入他们的圈子，经过“鉴

别”不是圈子里的人。

圈子可以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句

古语来解释，它是以一定“缘”而结合在一起

的团体，有着自己的话语系统和游戏规则，有

共同的利害关系和兴趣爱好。圈子存在于亲

朋好友的私人生活空间无可非议，但若把圈

子文化推行到工作领域、公共领域，折射出的

却是封建官场哲学，变味为市场经济趋利性

产生的利益共同体。这时的圈子文化是公权

力与私利的结合体，它的产生基础是缘于不

正常的人身依附和利益输送。圈子文化一旦

泛滥，会严重影响公共领域的正常运行。此

次事件归根到底，是个别银行领导搞“小圈

子”，以敬酒来画圈考验，对未按“长官”意思

行事的心生不满，动手打人。

“圈子文化”就是把权力当作结党营私和

培植亲信的工具，一门心思拉帮派、“筑码

头”，以江湖之道和哥们之气替代规则和纪

律，把上下关系和同志关系当作君臣关系和

父子关系。在这样的圈子里，众人尊奉共同

的“权威”，共同维护并确保其话语权，层级之

间抱团不断输送利益，形成隐形的利益市场，

极易引发抱团式腐败、塌方式腐败，往往“拔

出萝卜带出泥”，查处一个带出一批。近年来

的几次银行腐败案的发生，不就是有这类因

素存在吗？

监督是剔除“圈子文化”的利器。“圈子文

化”的存在，与有些地方或部门一把手权力过

度集中但缺乏有效监督有关，建议进一步加

强对一把手及其他班子成员权力行使的监督

与制约。这次事件中的“A角”，到现在大家对

他的真实身份仍云里雾里，为什么不能曝光

他的官号？

要杜绝类似“不吃敬酒打耳光”现象再次

发生，建立一份银行业从业人员禁入黑名单

是简单的事，而破除“小圈子”则是更关键也

是更难的事。

酒桌文化可憎，圈子文化更可恶

本报评论员
项向荣

扫一扫
一起来评论


